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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基层 强基础 固根基
——深入实施基层党建强基工程行动计划

围绕服务“百千万工程”，江门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小小“绿叶”变身致富“金叶”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黎禹君
通讯员 陈艺锋

5月的江门，万物竞发。在广袤乡村
大地上，一片片青翠欲滴的叶子正谱写着
乡村全面振兴的动人乐章：开平市大沙镇
岗坪村的千亩茶园里，茶农们正抢抓时令
采摘第一茬春茶；在恩平市恩城街道米仓
村的簕菜种植基地，游客们兴致盎然地体
验簕菜茶制作；鹤山市雅瑶镇黄洞村的田
间地头，散发着独特清香的鸡屎藤蓬勃生
长……

这些承载着乡土记忆的绿叶，在党建
引领下，通过党组织带动、能人引领、产业
融合等模式，正焕发新生机，铺就一条“绿
叶变金叶、乡村焕新颜”的振兴之路。

开平岗坪村：
从鲜叶到香茗

天露山脉腹地，云雾缭绕处，开平市
大沙镇岗坪村的千亩茶园正舒展新绿。
微风拂过，茶香沁人心脾，采茶人灵巧的
双手在茶垄间翻飞起舞。

时光回溯到10年前，这个藏在深山的
小村庄还是远近闻名的“穷山沟”。尽管
坐拥得天独厚的种茶条件，但相对闭塞的
交通、落后的种植技术，让村民们只能守
着“绿水青山”，却难以“点绿成金”。

“采茶旺季一个月能挣7000多元，平
均下来每月收入也有3000多元，这可不
比城里打工差！”茶农梁大姐边说边麻利
地将鲜叶装筐。在岗坪村，像梁大姐这样
靠采茶在“家门口”就业致富的村民已有
120多人。

改变始于大沙镇实施的“双培双带”
工程——把基层党员培养成致富带头人，
把致富带头人中的先进分子培养成党员，
党员带领群众共同发展，党组织带领致富
带头人不断进步，实现党建工作与新农村
建设双发展。

梁志伟早年从大城市返村创业，曾在
岗坪村的山路上无数次往返奔波，慢慢成
长为种植大户。2020年，他从一名致富带
头人转变为岗坪村党支部书记，并开始大
力引进培育云南大叶、金萱等20多个优质
茶种，推动天露仙源、岭露红、尚源红等3家
企业、合作社成为“大沙优品”行政区品牌
的链上企业，使茶叶品质实现了质的飞跃。

随着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岗坪村党

支部还通过统一注册品牌、制定标准，推
动茶叶附加值显著提升，去年带领村民通
过电商渠道卖出1500多公斤茶叶。“岗坪
茶”的茶香飘入珠三角千家万户，更引回

“归巢雁”。“90后”梁惠贤就选择了返乡创
办茶艺工作室，“村里发展越来越好，我们
年轻人都想为家乡出力”。

从“穷山沟”到“茶香村”，岗坪村党支
部用10年时间，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眼下，岗坪村
正积极谋划延伸产业链，推动茶旅融合发
展，让这片土地的茶香飘得更远。

恩平米仓村：
从“野菜”到“黄金菜”

走进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恩平簕菜的核心产区米仓村，游客们
挎着竹篮穿梭于簕菜田间。这种在过去
藏身于山沟里的野菜，因其丰富的药用养
生价值，被恩平人搬上了餐桌。

“以前嫌它苦，现在日子甜！”村民吴
姨笑着说。这一变化，来源于米仓村党组
织带领下群众的接续奋斗。从发动党员
率先试种攻克人工栽培难题，到开发系列
簕菜深加工产品，再到打造“簕菜之乡 乐
享米仓”“一村一品专业村”品牌，经过20
余年，曾经的“野菜”变成了富民兴村的

“黄金菜”。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人才是关键。随

着产业初具规模，米仓村党委决定聘任
“从小吃着簕菜长大”的返乡创业大学生
李劲新担任乡村CEO，并在2023年12月
底成立强村富民公司——恩平市米盈仓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我们推动村民小组入股，深度参与
米仓村未来产业发展，共享发展红利。”米
仓村党委书记冯芳仔介绍，在李劲新助推
下，米仓村以簕菜产业为核心，重新梳理
村内各类资源，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
落地为大，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市场化
运营模式，做大做强簕菜文章，以一二三
产有机融合，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兴旺。

在一产方面，米仓村推进标准化示范
种植，建有基地种植簕菜面积达8公顷，为
村民提供近60个就业岗位，带动恩平市开
展簕菜种植超333公顷；在二产方面，推动
开发簕菜复合型产品，在簕菜园区内建设
簕菜茶和农产品加工车间，年产值约400
万元；在三产方面，制定簕菜园区总体提
质升级规划，盘活周边撂荒地约4.9公顷，
投入资金42万元拓宽入园道路，并建设网
红民宿、钓虾场项目。同时持续举办簕菜
文化节、新春集市、大学生村晚等主题节
庆活动，2023年以来每年接待游客30万
人次，产值约800万元。

2025年1月，位于米仓村的恩平市簕
菜文化创意园成功获评国家AAA级旅游
景区。近日，央视大型美食文旅节目《三餐

四季》第二季解锁簕菜新体验，让嘉宾直呼
“味道不错”，助力簕菜“出圈”。

鹤山黄洞村：
从“臭藤”到“致富叶”

每逢节假日，就会有大批食客来到位
于鹤山市雅瑶镇黄洞村的合兴美食、妙香
居等餐厅，品尝独具特色的鸡屎藤糕、白
水角等黄洞米点。

鸡屎藤，这个不太雅观的名字来自这
种中药材散发的类似鸡屎的臭味。在黄
洞村党总支书记、“90后”黄志平的记忆
里，鸡屎藤在当地虽有较长的种植历史，
但一直未能形成规模产业。

在黄洞村，村民黄师傅正在晾晒刚采
收的鸡屎藤，他说：“以前满山都是鸡屎
藤，大家也只有在过节时才会摘，现在这
些‘臭藤’可成了‘香饽饽’。”

“臭藤”变身“致富叶”，转折点出现在
10多年前：在村党组织的支持和发动下，黄
礼权、黄国康等乡亲回乡创业，并推广包含
鸡屎藤糕在内的黄洞米点。2021年，黄洞
米点入选江门市第八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名录。

在黄洞村党总支的推动下，黄洞村的
美食产业蓬勃发展。目前村里已有4家特
色餐厅，年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各美食
工坊常年带动30多名村民就业，旺季时可
提供60多个工作岗位。

“我在工坊每月能挣4000多元，还能
照顾家里。”村民李姨边蒸鸡屎藤糕边
说。据统计，黄洞米点产业每年为村民增
收超200万元。今年1月，黄洞米点还得
到了央视节目《中国米食大会（第二季）》
的报道。

产业兴旺带动乡村蝶变。黄洞村党
总支还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深入开展
乡村绿化，修缮养直黄公祠等历史建筑，
打造“美食+文旅”特色村，助力黄洞村斩
获全国文明村等多项荣誉。“我们要继承
发扬优秀传统文化，让它们焕发新生机，
推动全村发展。”黄志平说。

【记者手记】
三个村庄，三片叶子，三种“山货”，

同样的振兴密码。从岗坪茶山到米仓
簕菜园区，从黄洞美食工坊到央视镜
头，这些“山货”的华丽转身，正是江门
围绕服务“百千万工程”，深入推进抓党
建促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当组织优
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当实干智慧照进乡
土资源，绿水青山终将成为村民们幸福
生活的坚实靠山。

游客参加簕菜采集体验活动。

江门日报讯（记者/蔡昭璐 通
讯员/廖丹）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
医保局关于药品耗材追溯码“应采
尽采、依码结算、依码支付”的要
求，加快推进全市追溯码信息采集
工作，连日来，市医保局举办7场医
保药品耗材追溯码信息采集工作
培训，向全市千余名医保经办机构
人员、定点医药机构负责人及业务
骨干传经送宝，推动药品耗材“有
迹可循”。

为做到有的放矢，市医保局在
培训前开展调研，搜集参训人员关
于医保药品耗材追溯码信息采集工
作的培训需求。此次培训采取线下
分片区现场培训的形式进行，围绕
医保药品追溯码采集、数据标准和
问题数据治理、药品进销存数据管
理等核心内容展开，结合实际操作

与典型案例进行详细讲解。答疑环
节，参训人员就日常工作中遇到的
具体细节要求、特殊情况等问题积
极提问，授课专家逐一细致解答。

市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
过培训，全市医保经办机构和定点
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对药品追溯码
信息应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
识，掌握了相关的操作技能和方
法，为推动医保药品耗材追溯码信
息采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市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建立定期通报机制，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持续提供技
术支持和业务指导，着力解决追溯
码采集工作中的难点问题。同时，
加快推进系统改造和应用实施，切
实提升追溯码采集率和数据质量，
确保政策要求得到全面落实。

7场实用培训传经送宝

江门推动药品耗材“有迹可循”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蔡昭璐
通讯员/李洛瑶）今年5月22日至28日
是第三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
周。昨日，江门在蓬江区万达广场拉开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帷幕，通过系
列活动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动员全社会
积极投身垃圾分类行动。

过去6年，垃圾分类工作均被纳入
市政府重点工作任务清单，相关工作不
断提质增效。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办
公厅在全国16个县级市开展生活垃圾
分类试点工作，江门鹤山市成为广东省
唯一入选代表。这不仅是对江门垃圾分
类工作的高度认可，更是向全国展示江
门垃圾分类工作成效的绝佳契机。

青少年在垃圾分类工作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启动仪式上，江门城管部门将
由本地作家、教师编写的垃圾分类教育
读本赠送给江门市培英小学等6所江门
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校园，推动垃圾分
类在校园落地生根，通过“小手拉大手”
的方式，带动更多家庭参与到垃圾分类
行动中来。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垃圾分类创意集
市，通过各类趣味互动小游戏，以寓教于
乐的形式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就读于范
罗冈小学的学生小涵主动当起志愿者，
热情地引导家长和孩子参与游戏，耐心
地讲解变废为宝小妙招。

记者了解到，目前，江门已建成5
座生活垃圾焚烧厂，全市生活垃圾焚烧
总处理能力从 2021 年的 600吨/日提
升到5900吨/日，实现全市原生生活垃
圾“零填埋”，让垃圾“变废为宝”。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期间，市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还联合团市委，面
向社会开展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
品牌名称征集活动。活动设一等奖1名、
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入围奖若干名，
诚邀广大市民踊跃参与。接下来，江门
各地将举办更多活动，进一步加大宣传
力度，推动垃圾分类融入市民日常生活，
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文明新风尚。

江门启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
面向社会征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品牌名称

江门日报讯（记者/胡伟杰）
昨日，2025“喜德盛杯”环大湾区山
地自行车联赛揭幕战在江门恩平举
行。作为省级山地自行车联赛的揭
幕战，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
地的近300名自行车爱好者齐聚一
堂。骑手们在“全运赛道”激战的同
时，也跟着赛事游恩平，感受侨乡大
地的美丽风光和人文魅力。

本次比赛由恩平市人民政府
主办，恩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承办，深圳市喜德盛自行车股份有
限公司冠名赞助。比赛期间，选手
们穿梭于竹林、丘陵与湖泊之间，
在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自行车（山
地）竞体项目赛道的精华赛段体验
着速度与激情的碰撞，为观众呈现
了一场精彩绝伦的竞技盛宴。经
过激烈角逐，最终梁力麒以出色的
表现夺得冠军。

“我来过恩平3次了，这里的环

境非常好，很适合进行骑游和山地
自行车运动。”专门从广州过来参
赛的郭鑫伟说。意犹未尽的他，还
准备和骑友们沿着泉林黄金小镇
的环湖绿道骑行，欣赏自然美景，
回程前也会去品尝恩平特色美食。

“能亲身感受这种专业比赛的
氛围，是一件非常爽的事。”来自蓬
江区的廖北能有着12年骑龄，尤其
痴迷于山地自行车运动。他告诉
记者，得知“家门口”建了这条“全
运赛道”后，他和江门地区的不少
骑友都很兴奋，之前已经组织了2
次骑行体验活动。

恩平市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
将继续打造更具特色的赛道，吸引
更多骑行爱好者参与其中，同时继
续发挥生态优势，推动“体育+旅
游”深度融合发展，积极迎接十五
运会，书写大湾区体育事业发展的
新篇章。

2025“喜德盛杯”环大湾区山地自行车联赛
揭幕战在恩平举行

近300名骑手激战“全运赛道”

江门日报讯（记者/凌雪敏 通讯员/
江关宣）昨日，记者从江门海关获悉，今
年前4个月江门外贸进出口634亿元，同
比（下同）增长7.1%，增速高于全国、全省
平均水平，其中出口 543.6 亿元，增长
10.3%，增速排名全省第7位；进口90.4
亿元，下降8.9%。

一般贸易占比近八成。前4个月，我
市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500.8亿元，增
长8.2%，占同期我市进出口总值的（下
同）79%；加工贸易进出口130.9亿元，增
长4.3%，占20.7%；保税物流进出口1.9

亿元，下降38.8%。
民营企业进出口快速增长。前4个

月，我市民营企业进出口362.8亿元，增长
11.7%，占57.2%；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265亿元，增长1.9%，占41.8%；国有企业
进出口6.1亿元，下降13.1%。国家级专精
特新企业进出口5亿元，增长97%。

对传统市场保持韧性，对新兴市场
持续向好。前4个月，我市对欧盟、东
盟、中国香港等传统市场进出口分别为
93.9亿元、89.7亿元、78.6亿元，分别增
长9.8%、11.8%、5.3%。对拉美、中东17

国、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为78亿
元、49亿元、46.8亿元，分别增长21.4%、
18.6%、41.1%。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进 出 口 299.3 亿 元 ，增 长 14.8% ，占
47.2%；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
139.5亿元，增长4.2%，占22%；对其他
金砖国家进出口85亿元，增长10.8%，占
13.4%。

出口规模前三商品均实现增长，摩托
车增长逾六成。前4个月，我市前五位出
口商品分别是家用电器（82.5亿元，增长
9.1%）、摩托车（55.5亿元，增长61.1%）、

通用机械设备（36亿元，增长18.6%）、纺
织服装（29亿元，下降9.6%）、印刷电路
（27.7亿元，增长6.4%），上述商品出口合
计占全市出口总值的42.4%。

集成电路等电子元件进口大幅增
长。前4个月，我市前五位进口商品分别
是纸浆（16.6亿元，下降19.7%）、集成电
路（9.8亿元，增长26.6%）、初级形状的塑
料（9亿元，下降1.4%）、农产品（6.4亿元，
下降22.7%）、煤炭（5.2亿元，下降9.2%），
上述商品进口合计占全市进口总值的
52%。

前4个月江门外贸进出口634亿元
同比增长7.1%，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江门日报讯（记者/蔡昭璐 通
讯员/江仁轩）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日前印发《江门市急需紧缺技
能人才及国际认证职业（工种）目
录（2025年 5月至 2027年 5月）》
（以下简称《目录》），公布了25个急
需紧缺技能人才职业（工种）和5个
国际认证职业（工种）。

《目录》聚焦江门市重点产业
和新兴领域需求，涵盖金属制品、
智能装备、家电、新能源汽车、新一
代信息技术等15条产业链。25个
急需紧缺技能人才职业（工种）包
括焊工、机电设备维修工、制图员、
装配钳工、机修钳工、工业设计工
艺师、工程机械维修工、多工序数
控机床操作调整工、电气设备安装
工、机床装调维修工、工业机器人
系统操作员、涂装工、焊接设备装
配调试工、化学检验员、电子设备
调试工、涂料生产工、消防安全管
理员、供应链管理师、包装设计师、
电子设备装接工、数据库运行管理
员、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电池

制造工、半导体分立器件和集成电
路装调工、人工智能训练师。5个
国际认证职业（工种）包括国际焊
工（IW）、教学培训3级、德国双元
制职业技术培训合格证书、营养及
体重管理3级、美容护理2级。

《目录》将作为江门市急需紧
缺高技能人才补贴的发放依据，符
合条件的技能人才可按规定申请
补贴。此外，根据《广东省职业技
能培训补贴管理办法》，对取得《目
录》内职业（工种）高级工（三级）及
以上技能等级证书的劳动者，还能
在原补贴基础上额外享受最高
30%的资助。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目录》的修订发布旨
在激励技能人才积极提升技能、服
务产业，进一步推动职业（技工）院
校、职业培训机构、企业等加大急
需紧缺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加快培
养和引进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高
技能人才，为江门市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技能人才支撑。

江门公布25个
急需紧缺技能人才职业（工种）
符合条件者可申请补贴

在活动现场，家长和孩子一同学习
垃圾分类知识。

江门日报讯（记者/郭永乐 通
讯员/黄演琳） 5月18日是第35个
全国助残日，由市残联主办、蓬江
区残联协办的江门市第35次全国
助残日暨宣传全国残特奥会活动
当天在蓬江区健威广场举行，通过
联动社会各方资源，开展义演、义
卖、爱心便民服务、互动游戏、残特
奥会体验和生命教育体验等项目，
传递爱与温暖。

在“阳光伴我行”集善明门儿
童轮椅捐赠仪式中，市残联为43名
特殊儿童捐赠了定制化护理轮
椅。“以后孩子能有更多机会去外
面看看。”收到轮椅的家长张女士
难掩激动之情。

各商（协）会、企业义卖摊位前
热闹非凡，琳琅满目的商品整齐摆
放，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这些义
卖所得将全部捐赠给残疾人公益
基金，为残疾人及其家庭送去实实
在在的帮助。

在生命教育体验摊位前，孩子
们戴上眼罩，小心翼翼地沿着盲道
行走。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孩子
们深刻体会到眼睛的珍贵以及视
障人士生活的不易，也在他们心中
种下了尊重、关爱他人的种子。

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吉祥物
“喜洋洋”“乐融融”也来到现场，大
家纷纷上前与之合影，快门声此起
彼伏，定格一个个欢乐瞬间。

近年来，市残联与各商（协）会
开展了“政商联动 邑企助残”等系
列活动，在残疾人困难帮扶、就业助
残等方面积极赋能助力，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果。接下来，市残联将
与各共建单位持续紧密合作，充分
发挥残联在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就业
等方面的工作专长，以及各共建单
位的独特优势，以党建为引领，搭建
平台，持续加强在残疾预防、科技助
残、生命教育、助残就业、慈善关爱
等方面的协作联动。

我市举办第35次全国助残日
暨宣传全国残特奥会活动

携手助残 共筑温暖


